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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中 庆 ：雕 刻 工 艺 美 术

师。他将雕刻主体以 35 至 45
度角斜立于底板的独特雕刻

技术应用于实践，并带领自己

的团队完成了潮州广济桥上

亭台楼阁的木饰构件木雕制

作和安装，为广济桥的成功修

复作出一定贡献。他先后被

授予广东省“南粤工匠”、广东

省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和全国劳动模范等荣

誉称号。

走进位于广东省潮州市的“东潮木雕艺术

馆”，一幅展现我国南方亚热带地区美丽生态的

木雕作品《朝露云林》跃入眼帘：只见一只孔雀

拖着华丽的尾屏，落在一株高大的榕树主干上，

羽毛细如发丝，栩栩如生；榕树枝繁叶茂、最细

的气根直径仅 0.5 厘米……这种镂空雕与深浮

雕技法的运用，展现了雕刻主体的空间立体

感。这一佳作正出自“东潮木雕艺术流派”创

立者、雕刻工艺美术师李中庆（见右图）之手。

右手握着斧头，左手拿着雕刻刀，当记者

见到李中庆时，他正在工作坊内对着一块楠

木进行凿刻……40 年雕刻手艺人生涯，让李

中庆对雕刻技艺形成了独到的理解。

李中庆出生于浙江东阳，17 岁开始跟随师

傅学习木雕手艺。“当时拜师学艺的时候，我们

就是用一把雕刀，不断凿刻，反复操练，一天下

来，双手常常僵硬疼痛。”日复一日的苦练，让

李中庆练就了扎实的刀法和凿坯手艺。

1991年，李中庆来到潮州一家木雕厂工作。

在李中庆心目中，潮州与东阳一样，都是学习

和掌握木雕艺术技能和本领的好去处。

“第一眼见到潮州的金漆木雕，我心里很

震撼：它立体感很强，又能把蟹篓雕得这么生

动！”李中庆说，东阳木雕是在房间里做家居装

饰用的，比较细腻；而潮州木雕多用于屋檐和

顶梁上，因此风格比较立体，也比较粗犷。

“我就在想，能不能找到一种办法，把立体

和平面的两种技术相结合？”李中庆第一个尝

试的契机，就是把汕头大学一位美术老师的作

品《八骏图》变成木雕壁挂。

在创作过程中，李中庆不断琢磨：对骏马的

刻画，既需要潮州木雕的粗犷，表现马的彪悍

与力度，也需要东阳木雕的细腻，刻画骏马丰富

的神态。于是，他在实践中用通雕的技法雕刻

腾空奔跑的马腿，使之产生离地腾空之感；在

马的身体不同部位采用镂空技法，凸显出立体

感，在原野背景的表现上将浮雕和沉雕相结合，

把骏马奔驰的气势生动地烘托出来……

“骏马好像 3D 电影一样冲出来，腾空跃出，

立体感扑面而来！”李中庆创造性运用 35 至 45
度角斜立于底板的独特雕刻技术，“角度大了就

会有坠落感，看起来不稳固；角度小了立体感不

够。”李中庆说，这个数值是平面雕刻立体感的

关键，也是东潮木雕的艺术特点与难点。

2005 年至 2007 年，李中庆作为项目负责

人，参与潮州广济桥的修复工程。广济桥集梁

桥、浮桥、拱桥于一体，修复工程以修旧如旧为

原则，其中亭台楼阁的木雕装饰主要集中在屋

顶、梁架、匾额、浮雕以及门窗上，工艺难度和

质量要求都很高。

“ 作 为 手 艺 人 ，遇 到 困 难 就 得 想 办 法 解

决。”带着这样的信念，李中庆和团队开始工程

施工。根据原先设定，榫头和榫孔之间误差

为 0.3 毫米，实际操作中李中庆发现，十几米的

梁竟然根本插不进去。“木头之间一定要有余

地，不然卡死了容易折断。”李中庆反复在现场

研究，最终把接榫处的误差指数修改为 0.8 毫

米，同时将榫头下部变圆，让木头成功接榫。

“ 传 承 不 是 死 守 过 去 ，融 合 创 新 才 能 超

越现在。”这是李中庆独到的见解与心得，也是

他所钟爱的雕刻艺术生命力的源泉。

广东雕刻工艺美术师李中庆——

精雕细琢 融合创新
本报记者 洪秋婷摄影报道

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要不断增

强 思 政 课 的 思 想 性 、理 论 性 和 亲 和 力 、针 对

性。近年来，很多高校在思政课上积极采用案

例式教学、探究式教学、体验式教学、互动式教

学、专题式教学、分众式教学等，运用现代信息

技术等手段建设智慧课堂，努力实现沟通心

灵、启智润心、激扬斗志，取得了积极成效。

近日，记者走进几所高校的思政课堂，记

录老师用心教、学生用心悟，打造思政“金课”

的生动情景。

北京理工大学——
激活原理，理论照进现实

课堂实录：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都发生

了什么？”北京理工大学一间教室里，同学们对

授课教师、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刘新刚提出的

问题各抒己见。刘新刚继续问道：那么，为什

么会有这场危机？它能够被避免吗？

在同学们思索与求知的眼神中，刘新刚娓

娓道来……这是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的课堂，刘新刚以一张张曲线图、柱状

图、折线图，结合《资本论》原著，对西方金融自

由化在全球引发的现实问题进行批判分析。

同学们认真听讲，展开更多思考：“世界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加速演进？”“中国为什么

能保持经济高质量发展？”

刘新刚说，我国运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优势，为资本设置“红绿灯”，发挥积极作

用、规避消极作用，贡献了资本治理问题的中

国方案。一连串的提问与互动，进一步拓展课

堂的广度与深度。

师生感言：

“要把生活中的问题讲出道理，让理论照

进现实、照进课堂。”刘新刚说，思政课教师要

有深厚的学理做支撑，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

分析框架，把问题背后的道理说清、说透、说彻

底，带领同学们感受真理的魅力。

北京理工大学机械与车辆学院 2020 级本

科生杨雨川说：“刘老师在课上运用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分析解答现实问题，逻辑清晰、层

层递进，对我们有很大启发。”

记者观察：

有深刻的剖析和批判，有丰富的事实、案

例、素材……一堂课下来，鲜明的问题意识、深

入的理论分析令人印象深刻。思政课上，教师

要以透彻的学理分析回应学生，以深刻的思想

理论启发学生，用真理的强大力量引导学生，

发挥好思政教育的政治引导功能。

天津大学——
技术赋能，让课堂更灵动

课堂实录：

天津大学的一间教室里，“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课堂上，整面墙大小的屏幕代替了黑

板。同学们戴上 VR 眼镜，授课教师、马克思主

义学院副教授王磊轻轻点击“开始”按钮，大家

仿佛瞬间穿越时空隧道，来到 19 世纪，置身马

克思的住所……

沿着书架上藏书的书脊一一划过，可以观

看《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关于费尔巴哈

的提纲》等文献的视频介绍。“翻阅”几本书后，

一道练习题浮现眼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

的 第 一 本 著 作 是 ？”完 成 题 目 ，可 以 继 续“ 闯

关”，进入下一个场景。

针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绪论部

分，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发了虚拟仿真

实验“感悟和把握《共产党宣言》的真理力量”，

被评为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

课上，与历史人物互动对话，学习《共产党

宣言》原文，在线答题……在老师带领下，同学

们头戴 VR 眼镜、聚精会神，时而点头微笑，时

而屏息凝神，沉浸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世

界，学习掌握《共产党宣言》的创作过程、思想

真谛和时代价值。

师生感言：

天津大学精仪学院 2019 级本科生李祉溪

说：“通过一副小小的 VR 眼镜，思政课教材上

的文字真正‘跃然纸上’。这种身临其境式的

体验，让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马克思、恩格斯

创作《共产党宣言》的故事，以及历史背后蕴含

的宝贵精神财富。”

“新颖的虚拟仿真教学方式，让课程中的人物

‘动’起来、事件‘亮’起来、理论‘活’起来，增强了

课程的亲和力和针对性，提高了学生的兴趣。”王

磊介绍，学院建成了思政课虚拟仿真实验室，目前

已有 90项体验项目面向全校师生和社会开放。

记者观察：

近年来，许多高校运用新媒体新技术，增

强思政课的时代感和吸引力。技术创新应服

务于思政课的教学内容、注重实效性。天津大

学的虚拟仿真实验，紧紧围绕教材中较为抽象

但又十分重要的知识点进行设计，充分运用信

息技术，让学生走进历史、身临其境。这样的

技术创新，不仅激发了学生的兴趣，还让学生

真正学有所获。

北京化工大学——
互动教学，发挥学生主体性

课堂实录：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支钢铁般的队伍。

他们用两年时间，走完二万五千里；中央红军

渡过 24 条江河，翻越 18 座大山……”北京化工

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堂上，青年思政课

教师司明宇用一连串数字，引入“重温中国共

产党‘长征’之路”主题。

介绍完理论框架后，司明宇将学生请上了

讲台。同学们围绕主题、发挥特长、自行分组，

讲述长征故事。

“湘江战役中，被敌人俘虏后，躺在担架上

的陈树湘乘敌不备，从腹部伤口中掏出肠子绞

断，壮烈牺牲……”四下鸦雀无声，教室里只能

听见主讲人刘雨菲同学沉静的声音。

司明宇一边听，一边记录学生讲述的要点。

同样坐在课堂上的北京化工大学教学督导组教

师张美麟在听课记录里写道：“环顾课堂，我很受

触动，教室里所有同学都极其专注，沉浸其中。”

最后一组同学完成党史话剧展示，教室里

掌声响起，但课堂并未结束，司明宇再次走上

讲台，点评学生的分组展示，串讲党史故事和

理论难点……

师生感言：

“打造思政‘金课’，需要准确把握教师与

学生的‘供给侧’结构。”司明宇说，“在情景式

‘翻转课堂’的互动实践体验式教学中，要发挥

教师的主导作用，对学生进行旗帜鲜明的引

导。同时，还要把准学生的求知‘困惑点’、内

心‘需求点’、情感‘触发点’和思想‘共鸣点’。”

坐在教室前排的李铭萱同学，每次都早早

来占座。“司老师的思政课既有理论深度，又有

情感温度。在小组展示中，我们有很大自主学

习和探索空间。老师的总结评述十分精彩，让

我们对很多问题‘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

记者观察：

思政课教学要坚持以学生为中心，加大对

学生的认知规律和接受特点的研究，发挥学生

主体性。课堂上，教师要做好画龙点睛工作，

加强引导和总结提炼。启发式、浸入式、互动

式的教学模式，有助于形成教与学的良性循环

互动，及时回应大学生关心关注的热点、难点、

焦点问题，让学生真学真懂、真信真用。

浙江大学——
注重实践，用好社会大课堂

课堂实录：

撸起袖子、扛起锄头、翻土挖沟、除草播

种、育苗施肥……浙江大学海宁国际校区开辟

的菜园，是学校“沉浸式”思政课的一个重要阵

地。在这里，同学们参与劳动，热火朝天。

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学院 2021 级本科生姜

雨浩从小在城市长大，来到田间地头，有种说

不出的兴奋。前面的同学犁完地后，他小心翼

翼地将一株番茄幼苗栽入土中。“当我亲手捧

着幼苗、触摸泥土的时候，我感受到了劳动的

意义。”课余时间，他经常来到菜园，看看自己

亲手栽下的番茄苗长势如何。

今年春季学期，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与后勤集团联合海宁国际校区，开展将劳动教

育融入“思想道德与法治”的课程改革，新增田

间劳动、劳动模范进课堂等模块。

每周，“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组的老师们

都会组织备课会，还将同学们“身边的陌生人”如

食堂师傅、物业工作人员等请进思政课堂。学

生们走进食堂体验食品制作、来到校园服务中

心体验保洁工作，在实践中培养正确的劳动观。

师生感言：

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代玉启教授表

示，此前，部分思政课存在实践体验不足、教师

讲授较多、学生参与不够的问题。“课程引入了

主题式教学、模块化设计，不仅在理论层面加

强对劳动观相关内容的学习，而且紧紧围绕劳

动教育展开实践教学设计，帮助学生将课堂学

习的理论知识与身边鲜活的实践联系起来。”

“思政课上，我们不仅在思想上有收获，还能

参与实践，在劳动中历练成长。田间劳动像是一

个能够触类旁通的‘开关’，激励我以后更好地参

与科研实践、服务人民的实践。”姜雨浩说。

记者观察：

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思政课不

仅应该在课堂上讲，也应该在社会生活中讲。

上好思政课，要坚持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

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在理

论和实践的结合中，同学们能更好地把人生抱

负落到实际行动中，立鸿鹄志，做奋斗者。

汇聚多方智慧 “金课”启智润心
——走进几所高校的思政课堂

本报记者 吴 月

本版责编：董建勤 刘涓溪 吴 凯

4 层 楼 高 、直 径 8 米 、

重 400 吨——这就是被称

为“人造太阳”的全超导托

卡 马 克 核 聚 变 实 验 装 置

（EAST），坐落在安徽合肥

“科学岛”上。

多年来，中科院合肥

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

物 理 研 究 所 EAST 团 队 ，

为实现人类开发利用核聚

变能源的梦想，一直努力

奔跑着，目标直指在中国

大地上点亮“核聚变发电

的第一盏灯”。

“ 让 中 国
‘人造太阳’发出
更多光和热”

早上 7 点，EAST 实验

物理协调人丁锐的身影就

已出现在控制室里：“我们

正在进行新一轮实验，大屏

上跳动的数字，就是‘人造

太阳’的实验放电次数。”

今年，是丁锐加入等

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的第十

六个年头；历经多次实验，

他见证了 EAST 一次又一

次突破极限……

人 类 为 何 要“ 造 太

阳”？“因为煤、石油、天然

气不可再生，终有一天会

被耗尽。风能、水能、太阳

能等新能源，受限于天气

或地理环境，也难以完全

满 足 需 要 。”丁 锐 告 诉 记

者，通过模拟太阳内部核

聚变原理，实现源源不断

的清洁能源供应，是他一

直以来的梦想。

怀揣同一个梦想，五

湖四海的青年科学家们汇

聚于此。丁锐的团队，负

责研究 EAST 实验中等离子体与材料的相互作用，目

的是延长材料的使用寿命。

90 后徐国梁，高中时听说我国全面开展国际热核

聚变实验堆（ITER）计划工作的消息后，就在心中埋下

了科研报国的种子。3 年前博士毕业，徐国梁成了科

研团队的一员。

作为应用超导工程技术研究室副主任，入所 10
多年的秦经刚承担 ITER 采购包多个关键部件的研

发。他告诉记者，“如果说 EAST 是研究核聚变能的

基础，ITER 计划则能让中国‘人造太阳’发出更多光

和热。”

“没了后顾之忧，更能潜心钻研”

虽然三面环水，远离城市，可在丁锐看来，“科学

岛”上样样有。学校、医院齐全，宿舍、食堂便利，“所里

连健身设施都考虑到了，建了篮球场、网球场和羽毛球

馆，更别提实验必需的精密仪器了。”

“没了后顾之忧，更能潜心钻研。”丁锐说。从技术

突破到工程建设，从系统集成到科学研究，EAST 团队

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题。

要想实现稳定强磁场环境，超导材料十分关键。

一根超导线，既要挤压缠绕，又得拥有一定的空隙率，

这曾让秦经刚愁得吃不下饭：“曾经请过国外专家，也

是一筹莫展。要想满足 ITER 装置的要求，只能自主

研发，不断试验！”

一次次尝试，一次次调整方案，历经几十次失败，

终于，团队做到了让铜线 100%不断线。中国制造的超

导电缆，如期应用到 ITER 计划中，超导材料也开始量

产，从进口变为出口。

为了搭建一个测量粒子的能谱设备，丁锐团队花

了 3 年时间：“这个设备能为 EAST 运行提供物理数据

支撑。国际上没人做，出于研究需要，我们就试着自己

动手。”丁锐说，选用哪种探测器、如何进行粒子收集，

都靠大家一点点摸索，最终在 2020 年研发成功，并很

快应用在 EAST 上。

“关键要看解决了什么技术问题”

100 秒 、200 秒 、300 秒 ……2021 年 12 月 30 日 ，

EAST 实现了 1056 秒的长脉冲高参数等离子体运行，

这是目前世界上托卡马克装置高温等离子体运行的最

长时间。

从上“岛”求学到带领团队，丁锐的成长，离不开

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的激励体系；在这里，科研工作

者的评价不单看论文，而是“关键要看解决了什么技

术问题”。

“我们这个团队，除科研人员，还有技术员、工程

师，按贡献度评定职称。”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副所长

徐国盛说，目的就是鼓励大家解决实际问题。

丁锐曾赴欧洲多个聚变研究中心学习、工作，“科

学岛”不少研究人员也都有类似经历。“过去是把科研

人员送往国外深造，如今则有越来越多外国学者来

‘岛’上。”徐国盛说，去年一年，外国学者以视频形式远

程参与的实验就有几十次。

在“科学岛”北部两公里处的大科学装置集中区，

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园区最近刚刚交

付。周边，科学家小镇、科学服务区、成果转化区配套

齐全。作为关键部件的研发中心，园区将为中国自主

建造聚变工程实验堆奠定基础。

丁锐和团队一起，正向更高参数稳态高约束等离

子体运行发起新的冲击；这个平均年龄只有 35 岁的科

研团队，期待着点亮核聚变的第一颗“人造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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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新时代

正值麦收时节，山东省青岛

市即墨区蓝谷高新区东皋埠小学

学 生 种 植 的 小 麦 迎 来 丰 收 。 据

悉，该小学利用校园闲置地块，开

辟了劳动实践基地，通过引导学

生参与小麦的种植、管理、收获全

过程，培养孩子们热爱劳动和珍

惜粮食的好品质。

图为学生在麦田里运送收获

的小麦。

梁孝鹏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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